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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香江百花绽放，叠翠异彩。3月18日一早，
位于中环上亚厘毕道的香港礼宾府门外就排起长龙，
香港各界人士扶老携幼、邀朋引伴，纷纷赶来参加礼
宾府开放日活动。

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官邸，以及政府接
待显要和举行重要公务、社交活动的场所，礼宾府当
日于10时至17时面向公众开放。市民除了可进入礼宾
府的花园观赏外，还可参观行政长官在礼宾府举行官
式活动和接待宾客的地方，并有导赏员向参观人士介
绍礼宾府历史及建筑特色。

未进礼宾府，庄严的烫金刻字和造型别致的塔楼
已引得市民频频惊叹。远远望去，礼宾府外墙全部以

灰泥饰面，极富表现主义和装饰艺术风格；而中央塔
楼和屋檐的设计，则受东洋建筑风格影响。糅合了不
同设计风格的礼宾府，外型典雅华丽，又兼具热带格
调，展现出中西合璧浓厚的历史色彩。

从礼宾府东闸拾阶而上，盛放的鲜花铺满道路两
旁。艳丽的金鱼草、朴素的茶花、灵动的魔术铃、羽
白的银叶菊……小庭园内繁花似锦、绿草如茵，游人
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在塔楼外的“花海”前，朱晓凤用相机记录下6岁
女儿雀跃的身影。“前几年开放日我跟我先生一起来
过，今天是第一次带女儿来参观，想让她也了解一下
特首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不过看样子，女儿好像对花

花草草更感兴趣些。”朱晓凤告诉
记者，她们一早便从港岛东坐巴士
赶来排队，一睹礼宾府风采。

据了解，参观者可在本次开放
日中欣赏到金雀儿花、龙柏、吊钟
花、马醉木、桂叶黄梅、宫粉杜鹃
及亚马逊百合等 40 余种植物，还
有已被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
务署收录于《古树名木册》上的绣
球树。有礼宾府工作人员向记者介
绍说，每逢杜鹃花盛放时举行的开
放日，总是会吸引更多市民前来，

“满园春色，美不胜收”。
穿过小庭园，并排停放的行

政 长 官 专 用 车 及 电 动 车 映 入 眼
帘。流线型的行政长官“座驾”
前镶挂特区区徽，大红色底色内
圈刻有一朵白色洋紫荆花。据介
绍，该专用车属于油电混合动力
环保车，而最新引入的电动车则
完全以电力运作。

在几米开外的花园内，悦耳的
古筝合奏又拉住游人的脚步。来自
英华女学校的十余名学生组成乐
团，为参观的市民献上古筝组曲和
合唱表演。吟揉、扫弦、摇指、滑
按，古筝声声，清亮高洁。一曲终
了，现场响起阵阵掌声。63 岁的

何伯伯一边录影，一边欣赏。他笑说，要将这些影片
带回去给正在学琴的小孙女看看，说不定日后也有机
会来礼宾府表演。

顺着喷水池旁的楼梯向上，参观的宾客被引入
中央塔楼。扶手边，几只憨态可掬的小石狮趣致可
爱，仿佛在向游人招呼问好。约两米宽的走廊两
侧，挂着古朴的书画，包括戴熊的 《仿文伯仁松阴
策仗图》、袁杲的 《王维诗意山水》 等。几步之内，
客厅、饭厅分列两侧。雍容典雅的客厅在水晶灯的
衬托下，更显大气；几幅荷花壁画，彰显出恬静氛
围。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客厅是行政长官接待
到访国家元首或政府首长的理想地点，多用于迎接
政要贵宾或举行会议。

继续前行，则来到宽敞的大厅。右手边的原木旋
转楼梯旁，一尊造型生动的唐三彩点缀着古朴的厅堂
一隅。马匹釉彩艳丽、栩栩如生，吸引不少游客兴致
勃勃地与之合影。转角处，国学大师饶宗颐的庄子

《逍遥游》书法八屏悬于墙上，大气庄重。
大厅正中央，平行竖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与父母同来参观的黄小姐拉着
母亲一起与国旗合影时，双双举起右手作宣誓状，兴

奋之情溢于言表。一旁的陈伯伯见此情景，连连赞
好。他对记者动情表示，“今天礼宾府开放日，又恰逢
国家领导人由全国人大代表选出，是个特别的好日
子。为香港开心，更为祖国自豪！”

大厅左侧，警察银乐队在礼宾府宴会厅入口处进
行着简短却精彩的表演。厅内，两排暖黄色的水晶灯
由天花垂下，辅以射灯环绕，令空间高雅华贵。据工
作人员介绍，宴会厅面积约300平方米，可容纳150人
的宴会或300人的酒会，举行活动包括年度勋衔颁授典
礼、中国香港奥运代表团授旗典礼等。

在寸土寸金的中环，香港礼宾府的位置可谓绝
佳，其正面朝南，上可仰望太平山，下可俯瞰汇丰、
中银、渣打等林立大厦及政府总部所在的中区政府合
署。走出中央塔楼，鲜艳的特区区旗在屋顶迎风飘
扬，以各式鲜花装饰出的“香港礼宾府”英文字样则
为塔楼出口更添一份美感。

落成于1855年的礼宾府，曾先后由25位港督在此
居住及办公。自 1968年起，礼宾府每年春秋两季各向
市民开放一次，现已被列为香港法定古迹。

左图：参观市民驻足欣赏盛放的鲜花。
上图：参观市民纷纷与塔楼合影留念。

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岛内的消
费者心生不安。小农市集看中这一机
会，推出无毒、有机的蔬菜水果，让消
费者直接与果蔬生产者对话互动，买得
放心、吃得安心。据台湾农夫市集地图
统计，全台形形色色的小农市集已经超
过100个，与此同时，还有社会企业成立
网上平台，协助小农与消费者直接接
触。台湾 《中国时报》 认为，小农市集
崛起，翻转了岛内的饮食文化。

产销见面重视交流

位于新北市的林口台地农夫市集，是
邱语玲与其丈夫林元郁邀集有相同理念
的朋友一起创立的，已经走过8个年头。每
个月的第二周和第四周，这里就像过节一
样。采买民众仔细询问摆摊农人，他卖的
蔬果产品是否用农药、施什么肥、如何保
存，甚至探讨如何料理。现场不时有果醋、
青酱料理 DIY（自己动手做）活动，让民众
利用有机蔬果，动手制作健康食品。

邱语玲说，当初因丈夫身体出状况，
两人决定退出职场，并试着在公公位于林
口的自家田地种植蔬果。但种出来的蔬果
没有销售渠道，只能透过亲朋好友介绍贩
卖，连儿子同学家人也要努力推销。

“如何把产品卖出去，是所有农人的
烦恼。”邱语玲说，那个时候林口的农地很
多，他们发现许多回乡务农的青年同样面
临农产品的销售问题。辗转之下，不想加
入传统产销体系的一群人，决定自己创办
市集，自己的产品自己卖。一开始，他们在
公园摆摊，但这明显违法，在新北市农业
局的积极辅导下，最终他们得以进驻南势
的市民活动中心，逐渐成为附近居民采买
食材的首选。

邱语玲说，农人通常只会种不会
卖，加入市集后与消费者接触，更是难
上加难，有时候遇到挑剔的顾客，甚至
都会信心受挫，但好的客人也会提供积
极的建议。为了擦亮市集招牌，林口台
地农夫市集的农人们彼此监督，种植同
样作物的人彼此合作又竞争，还会不定
期带着消费者到产地旅游，直接让主顾
看生产流程。邱语玲说，“市集不只是交
易，更重视交流。”

邱语玲表示，农人全靠市集生活不
太可能，他们两周才摆摊一次，一次只
卖3小时，但市集是很好的宣传、展示平

台，提供农人与顾客认识的机会，不少
客人觉得蔬果品质好，以后可透过电话
订购，省去逛市集的时间，更有芽菜小
农因此顺利打入有机超市通路。

精心营造和谐氛围

花莲好事集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起
初由一群具有相同理念的小农组成，他
们相信“好人多的地方，总有好事发
生”，透过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建立
朋友般的关系，经过不断的搬迁，最终
落脚在花莲市区自由广场。除卖自家蔬
果、手工制作，还有音乐分享、DIY 体
验、公益团体义卖活动。理事长黄彦儒
表示，目前市集以吉安、寿丰种植蔬菜农
友为主，另有6名分别远从瑞穗、玉里北上
的果农和茶农，总计有 34 个固定摊位，超
过30名小农投入其中。

好事集摊位申请容易，志在提供好
事物，建立有机小农、友善耕作者交流
平台。黄彦儒说，只要不使用农药、不
碰化学肥料、不施除草剂等的友善耕作
农户都可申请加入，具友善环境理念的
创作人同样受理，1 年负担 500 元年费，
摆摊收入10%纳入公积金，作为小农间每
3个月开会聚餐费用。黄彦儒坦言，花莲
好事集业绩不如过去刚起步时稳定，搬
迁到自由广场，因地方空旷少遮阳处，
努力营造小农、消费者喜好的环境，目

前朝向建立艺文广场氛围迈进。

珍贵之处在于稀少

虽然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但岛内
专家认为，但小农市集占农产交易市场
的比例仍低，传统市场仍是主流。

吴其璁是花莲东华大学创新育成中
心的专员，长期研究小农市集，也曾是

“花莲好事集”经理人。他认为，小农市
集与传统市场比较，品项显得较少，但
会来的顾客就是喜欢与生产者“面对
面”的感觉。小农市集虽是交易现场，
商业气息却没有那么浓厚，反而是理念
实现的地方。

吴其璁发现，这群顾客通常是老
师、公务员等所谓“中产阶级”人士，
他们大多有敏感的食品安全意识，对无
毒农业、友善耕作有一定了解，更不认
同中间商层层剥削，愿意直接跟农人
买，让农人付出获得该有的回报。他认
为，小农市集要生存下去，应该结合在
地特色，做出自己的定位，展现自己的
不可取代性。

长期辅导小农市集的新北市农业局
技正李瑞玲表示，目前农产品交易量，小
农市集占比可能不到 10%，主要还是以中
南部大规模生产的“惯行农业”为主，不太
可能被小农市集取代。小农市集大多强调
有机、友善与无毒耕作，因耕作困难，不能
洒药、施化肥，数量当然较少，但这些弱点
也是他们优点，反而是能吸引顾客的原
因。“珍贵之处在于稀少！”

（本报台北3月23日电）
上图：货架上的蔬菜水果，都来自

小农的供应。 （资料图片）
下图：顾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小农

市集选择蔬果。 （资料图片）

享誉华文诗坛的台湾著名诗人洛夫，3月19日
病逝台北，享年 90 岁。自 16 岁开始写诗，洛夫就醉
心创作、笔耕不辍。2001年出版3000行长诗《漂木》
反思人生历程；今年 3 月 3 日，发表了最新作品《昨
日之蛇》。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洛夫经常返回大陆
寻根、探亲、讲学、交流、办展。回首洛夫一生，可以
看到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他的主张“生命的价
值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只要心中有诗有爱，
瞬间即是永恒”。

洛夫原名莫洛夫，1928 年出生于湖南衡阳，
1949年赴台，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英文系，曾在东
吴大学执教多年。1954年，他与张默、痖弦组成《创
世纪》诗社，在台湾发行同名诗刊，与《蓝星》《现代
诗》三足鼎立，对台湾现代诗影响深远。

洛夫著作甚丰，出版过《灵河》、《外外集》、《时
间之伤》《因为风的缘故》《漂木》等大量诗集、散文
以及译作。作为台湾现代诗重要的开拓者，洛夫早
期诗作受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影响，节奏明快，
语言奇诡。后期诗风蜕变，作品表现手法魔幻，因而
被誉为“诗魔”。近年洛夫的诗风由“魔”入“禅”，通
过诗将西方超现实主义与东方禅宗思想贯通，开辟
崭新境界，近作《唐诗解构》、《昨日之蛇》即是明证。

在评述自己的诗歌创作经历时，洛夫曾表
示，“小学时代学习背诵唐诗宋词等传统文学经
典，青年时代希望有所突破，因此又学习了大量
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但是我不久发现它晦涩难
懂，又回过头重新审视和学习中国传统的文学经
典，流连在‘那个烟雨朦胧的埠头’，最后完成了
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古典的升华。”

洛夫诗歌研究专家、元智大学中语系副教授
李翠瑛表示，洛夫以白话文的表现形式，意境与
内涵却直达古典诗歌的高度，从西方超现实的影
子走出，进入东方禅境的深谧境界，融铸古今、
横贯中西，只有洛夫有大师气度。

诗人罗智成形容洛夫是“意象的魔术师”。他认
为，读洛夫的诗有门坎，因此他的读者多为创作者。
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廖咸浩说，洛夫以强烈自我风
格著称，语言有很强的力道，“会重重打在心头上。”

曾担任 《创世纪》 主编的东华大学华文文学
系主任须文蔚说，洛夫的古典抒情与离散情怀，才
是他最深沉的部分。须文蔚说，台湾长期处于对立
氛围，让洛夫写出长诗《漂木》，他相信，“漂木着岸，
洛夫的诗早已扎根在台湾的土地上。”

（本报台北3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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